
附件 1：

2022年浙江省大中学生“双百双进”
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重点方向指引

1.理论普及宣讲团。紧紧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

开，精心设计开展有内涵、有人气的宣传教育活动。深入

开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活

动，组织引导青年学生深入基层一线，以习近平总书记对

青年学生寄语、给青年学生回信精神、《习近平与大学生

朋友们》等为主要内容，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贯通起来，

将深刻性和生动性统一起来，通过面对面、小范围、互动

式宣讲，讲透创新理论、讲好发展成就、讲清形势任务、

讲明发展前景。

2.党史学习教育团。深化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

中全会精神，把庆祝建党百年激发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

热情传递下去，学习宣传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

验，依托各地红色资源，开展重走红色足迹、追溯红色记

忆、访谈红色人物、挖掘红色故事、体悟红色文化等多种

形式活动，持之以恒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，引

导青年学生学史明理、学史增信、学史崇德、学史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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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乡村振兴促进团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帮助和引导青年学生紧紧围绕“国

之大者”深刻领会感悟为什么要推进乡村振兴、如何推进乡

村振兴等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。发动青年学生了解认

知乡村，特别是省内山区 26县的乡村发展状况，积极助力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广泛实施教

育关爱、爱心医疗、科技支农、基层社会治理、生态文明

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项目，帮助发展乡村产业，改善基础设

施，美化乡村环境，提升乡风文明，促进乡村公共服务，

讲好乡村振兴故事。

4.发展成就观察团。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

得的历史性成就、发生的历史性变革，以中国大地为课堂，

以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、脱贫攻坚历史性成就、全面建

成小康社会决定性成就等为现实教材，组织青年学生在社

会观察、国情考察、基层治理参与、特色产业调研、学习

体验中了解国情社情民情，感受祖国发展变化，感受全过

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，引导青年学生深刻领悟党的领导、

领袖领航、制度优势、人民力量的关键作用，形成正确认

识，坚定理想信念，站稳人民立场，投身强国伟业。

5.民族团结实践团。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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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

神，组织内地新疆籍、西藏籍大学生开展“民族团结我践行”

社会实践活动，组织内地大学生到新疆、西藏等地以及省

内少数民族县镇、集中居住地等开展国情考察、地球第三

极保护行动等社会实践活动，帮助和引导青年学生通过实

地调研和观察，深入了解民族团结现状，充分感知民族地

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当好民族团结的宣传者、示范

者和践行者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
6.共同富裕实践团。对标党中央、国务院支持浙江高

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具体要求，组织大学生发

挥专业学科教育优势，深入开展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

行区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

区、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建设实践调研活动。

7.数字浙江实践团。围绕建设“数字浙江”的总体目

标，对标全方位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的具体要求，组织大

学生深入群众、深入基层开展专项调研活动，进一步挖掘

数字化改革在党建统领整体智治、数字政府、数字经济、

数字社会、数字文化、数字法治六大重点领域的标志性成

果，并形成相应实践调研报告。

8.文明新风实践团。围绕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宣传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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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引导大学生走进基层、走进

群众，积极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，开展课后服务、

组织社会调查、开展文体活动、促进基层团建、培育践行

主流价值、持续深入移风易俗等实践活动。

9.美丽浙江实践团。聚焦美丽浙江建设和打好污染防

治攻坚战，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、

“千万工程”等重点工作，深入乡村、社区开展环境治理、

科普宣讲、社会调研、发展献策等活动，讲好美丽浙江故

事。

10.反邪教宣传实践团。结合实践地实际情况，以反邪

宣讲、科普宣传、法治普及、社区服务、调查研究等形式

多样活动，向基层群众宣传党和政府关于防范和处理邪教

问题的政策法规，提高基层群众识邪、防邪、拒邪的基础

素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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